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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

（修订） 

山大资产字[2020]6号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

生，快速、高效、有序地组织开展事故抢险、救援和调查处理，

最大程度地减少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，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安

全，保障学校教学、科研顺利进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国家法律

法规、《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，特制定

本应急预案。 

第二条 本预案所指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在山西大学校园

内的教学、科研实验室或实验场所发生的，造成或有可能造成

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事故和事件。 

第三条 工作原则 

（一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：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，首

先采取人员避险措施，在保证救援人员的自身安全下，优先进

行人员抢救； 

（二）统一指挥，分级负责：各相关单位在学校应急领导

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分工负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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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抢险和救援； 

（三）信息共享，快速应对：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第一时

间到达现场，控制危险源，防止险情进一步恶化； 

（四）预防为主，精准防控：早发现，早处理，尽可能减

少因人为因素引发的事故，最大限度减低实验室损失。 

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

第四条 山西大学应急领导小组是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、

报告、处理的领导机构，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。

负责成立校应急指挥中心，统筹指挥各相关单位，进行实验室

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。 

校内各相关单位相应职责： 

（一）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：发生特别重大事故Ⅰ级、

重大事故Ⅱ级时（本办法中事故分级参见附录一《实验室事故

响应分级标准》），第一时间落实上级部门和学校领导关于事

件抢险救援的指示，协调各部门分工配合工作，向学校领导和

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事件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；在较大事故Ⅲ级

(含)以上事故确认后 2-4 小时内，配合学校向教育部、山西省

人民政府和教育厅及有关单位报送事件处置情况，协助各负责

小组高效完成任务。 

（二）保卫武装部（处）：负责组织应急机动队伍，做好

事故现场的安全警戒、人员疏散、治安巡逻，保持校园救援通

道畅通；配合事发单位或消防部门进行现场灭火，搜救伤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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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质泄漏等抢险工作；负责在Ⅲ级(含)

以上事件确认后 2小时内向公安部门报送事件情况、请求支援；

配合学校负责与公安部门联系，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突发事件的

调查取证工作，参与做好事件应急救援总结工作。 

（三）校医院：负责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内设立临

时医疗救护点，及时调配医务员、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；负责

实施现场救治及统计伤亡人员情况，及时与上级医院联系求助，

及时将重症伤员转移；配合学校负责在Ⅲ级(含)以上事故确认

后 2小时内酌情向卫生部门报送事故信息、请求支援。 

（四）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：负责组织专家，为现场

指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咨询；配合学校负责在Ⅲ级(含)以上事

故确认后 2 小时内向环保部门报送事故情况、请求支援，及时

向上级转达环保部门的指示；负责联系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开展

监测、治污、放射性化学废弃物处置等工作；负责或配合政府

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及应急救援工作。 

（五）后勤管理处：会同学校有关部门和单位，进行抢险，

做好应急所需的水电、物资供应、交通、物业服务等保障工作

及后期维修维护工作。 

（六）宣传部：配合学校负责报道较大事故Ⅲ级(含)以上

突发事故及处置进展情况，开展网络舆情监管、预警工作，进

行正确的舆论引导。 

（七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研究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师工

作部：协助校办、党办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  

第五条 各单位成立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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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现场指挥、抢险和应急处置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组织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验室特点的安全管理工作条

例和应急预案，及时修改应急预案，并保证其有效实施； 

（二）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，熟悉急救常识，

熟练使用急救设施，联防联控，保证安全事故发生时应急预案

具有针对性、实用性和操作性； 

（三）定期组织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，明确

应急救援所需的物资和装备的类型、数量、性能、存放位置、

管理人及其联系方式，确保急救设施和有关储备物资处于可用

状态； 

（四）在制定年度经费使用计划时，明确应急专项经费来

源、使用范围、数量和监督管理措施，按实拨付，保障应急状

态时应急经费和物资保障及时到位。 

（五）发生事故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、准确上报安

全事故，负责保护现场及相关数据，并做好现场救援的协调、

指挥工作，确保安全事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； 

（六）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和应急心理干预，立即进行安全

隐患整改，组织恢复教学科研工作。 

第三章 安全事故应急响应 

第六条 一旦发生事故和险情，应启动学校、二级单位应

急预案，并根据情况启动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，相应成立现场

指挥中心和应急救援工作组，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。

根据事故情况，进行分级响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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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和险情(Ⅳ级)时，相关二级单位启动

相应院级应急预案，组织实施应急救援，并及时将救援情况向

学校汇报。校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必须时刻关注二级单位应急

救援情况。 

（二）发生较大事故和险情(Ⅲ级)时，启动相应校级应急

预案，组织实施应急救助，二级单位全力配合；学校必须及时

向主管部门汇报事故和救援情况。 

（三）发生重大事故和险情(Ⅱ级)时，启动相应校级应急

预案，组织实施应急救助。同时向主管部门汇报情况，请求指

示，并与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和应急机构联系，寻求社会应急力

量救援和资源支持。 

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和险情(Ⅰ级)时，启动相应校级

应急预案，组织实施应急救助，向省级应急领导机构和主管部

门汇报情况，请求指示和援助，并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应急

机构通报情况，寻求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和资源支持。 

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应积极组织现

场应急工作，第一时间确定危险源，做好事故研判，在不危及

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开展自救、互救，并及时、准确上报事故内

容。危险源的确定与分布参见附录二《危险源确定及分布》。 

（一）报告内容： 

1. 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； 

2. 事故的类型、危险源、人员被困情况与伤亡情况； 

3. 已采取的控制措施、报警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所属部门。 

应急电话：火警：119 匪警：110 医疗急救：1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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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卫武装部（处）：7018110 

校医院（24小时值班电话）：7011786-800 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：7010670  校办电话：7011137 

（二）上报机制：报告人→所在单位→国有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、保卫武装部(处)、校医院→校应急领导小组→省应急

领导小组(图 1）。 

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责任人，所在单位为事故报告

的责任单位；报告人应在自救、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

上报机制，责任报告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，初步判定事故

情况，进行现场处置，启动学校、学院的应急预案，发生不同

级别的安全事故和险情时应启动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，相应成

立现场指挥中心和应急救援工作组，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

工作；各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，协助处置实验室

安全事故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图 1：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信息上报流程 

省应急领导机构 

校应急领导小组 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/
保卫部/校医院 

山西省教育厅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

学院/所/中心 

实验室人员、安全员、其他信息源等 

隐患/事件/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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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当事故险情得到有效控制、危害被基本消除、受控

人员全部获救或脱离危险、受伤人员得到基本救治、次生和衍

生危害被排除时，由校应急领导小组或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应急

救援实际情况，宣布应急救援结束。 

第八条 各单位在事故发生后，应根据事故性质及危害，

科学、有效、及时地采取应急处置措施。 

（一）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 

1、发现危险化学品被盗或丢失事故后，要保护封锁现场，

立即上报单位主管领导，保卫武装部（处）和国有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，启动Ⅰ级应急响应。 

2、危险化学品泄漏。有毒、有害物质泼溅或泄漏在工作台

面或地面，应立即穿好专用防护服、隔绝式空气面具等进行必

要防护，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条件下可用沙子、吸附材料、中和

材料等进行处理，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弃物处理场所处置，

残余物用大量水冲洗稀释；若发生易燃、易爆化学品泄漏，则

泄漏区域附近应严禁火种，切断电源。事故严重时，应立即设

置隔离线，通知附近人员撤离，同时报告有关部门。 

3、危险化学品中毒。若吸入毒气造成中毒，应立即启动排

气装置，打开门窗，并立即将中毒者移至空气良好处，同时向

医疗部门报告；若经口中毒，要立即刺激催吐（可视情况采用

0.02%-0.05%高锰酸钾溶液或 5%活性炭溶液等），反复漱口，同

时向医疗部门报告。 

（二）火灾事故 

1、火势可控时，应立即使用灭火器、灭火毯、沙箱等灭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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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火势蔓延。如身体衣物、头发着火时应在最短时间内到达

楼道喷淋装置或就近水龙头灭火。 

2、火势严重至无法控制时，所有人员立即沿消防通道紧急

疏散，疏散时利用湿毛巾堵住口鼻，不使用电梯，不盲目跳楼

逃生，防止发生踩踏事故。同时，立即向消防部门报警，向医

疗部门求援，向学院领导报告，启动Ⅰ级应急响应； 

3、人员撤离到预定地点后，应立即清点人数，确认未到人

员所在位置。 

（三）爆炸事故 

1、实验人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

阀门； 

2、所有人员应听从现场指挥，有秩序地通过安全出口，迅

速撤离爆炸现场； 

3、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安排抢救工作和人员

安置。 

4、根据情况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。 

（四）病原微生物泄露事故 

1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（2018修改版），

凡从事具有Ⅰ、Ⅱ类传染性致病病毒研究的实验室需提前报批，

建立标准生物实验室，制定严格安全防范预案，操作过程全程

监控，做到源头可追溯，废料全灭活，泄露可控制。一旦发生

病毒泄露事故，工作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，第一时间上

报学校，第一时间启动Ⅰ级应急响应，及早将病毒扩散控制在

最小范围。 



9 

2、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与本实验室从事的高致病性病原微

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时，实验室负

责人应当向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报告，同

时派专人陪同去具备相应传染病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就诊；实

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将近期所接触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危险程

度如实告知诊治医疗机构。对有关人员进行医学观察或者隔离

治疗，封闭实验室，规范操作，防止病原微生物扩散，启动相

应的应急响应。 

3、若一般病原微生物泼溅在皮肤上，立即用 75%的酒精或

碘伏进行消毒，然后用清水冲洗；若泼溅在眼内，立即用生理

盐水或洗眼液冲洗，然后用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，立即就医；

若泼溅在衣物、鞋帽上或实验室桌面、地面，立即选用 75%的酒

精、碘伏、0.2-0.5%的过氧乙酸、500-1000mg/L有效氯消毒液

等进行消毒，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。 

（五）实验室触电、创伤、烫伤、灼伤应急处置 

1.发生触电事故，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，若来不

及切断电源，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。在未切断电源之前，切不

可用手去拉触电者，也不可用金属或潮湿的东西挑电线。若触

电者出现休克现象，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，并立即向医疗部门

报告。 

2.在操作过程中被污染的金属锐器损伤、被动物咬伤、被

昆虫叮咬等情况下，挤出伤口的血液，用肥皂和清水冲洗伤口，

再用消毒液（如 75%酒精、2000mg/L次氯酸钠、0.2%-0.5%过氧

乙酸、0.5%的碘伏）浸泡或涂抹消毒，并包扎伤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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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如果受到烫伤，伤处皮肤未破时，可涂擦饱和碳酸氢钠

溶液或用碳酸氢钠粉调成糊状敷于伤处，也可抹烫伤膏；如果

伤处皮肤已破，可涂些紫药水或 1%高锰酸钾溶液。 

4.如果受到化学灼伤，若因强酸、强碱引发的灼伤，应用

大量清水冲洗，再分别用低浓度的弱碱（强酸引起的）、弱酸

（强碱引起的）进行中和。若因强酸，强碱化学物质溅入眼内

时，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彻底冲洗，时间应不少于 15分钟。处

理后，及时到医院治疗。 

第四章 安全事故演练 

第九条 山西大学应急领导小组遵循“平战结合”的原则，

根据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分类以及各类实验室技术安全

特点，分层次、分类别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重点突出、有针对

性的应急演练，不断提高突发事件协同作战和实战处置能力，

并适时修订应急预案，确保应急预案充分有效。 

第十条 各单位应加强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工作人员的培

训教育，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现场和模拟等演练方式，每年组织

应急演练不少于两次，优化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，提

高实验室各类工作人员完成本职任务的能力和专业应急技能。 

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物品等涉及危险物品的实

验室应当有针对性地经常组织事故应急处置演练，实现实验场

所和实验人员的全覆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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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事故调查与后期处理 

第十二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逐级上报，不得瞒报、迟

报、谎报和漏报。 

第十三条 在事故和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后，各部门积极采

取有效措施，尽快使教学、科研、生活和生态环境恢复到正常

状态。 

第十四条 在事故应急响应结束后，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

工作办公室对事故展开调查，对事故当事人和直接主管人进行

问询，记录事故发生时的状态及造成的后果，填写事故调查单。 

第十五条 在事故调查结束后三日内，事故单位应上交书

面报告，陈述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伤亡情况、经济损失及

事故成因等。 

第十六条 根据调查结果及情节轻重，依据《山西大学实

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》对相关单位及个人依法依规处理，一

旦构成犯罪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根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及相关人员的责任，主动

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抚、抚恤、理赔工作，提供心理咨询及司

法援助。 

第十八条 对安全事故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和存在的安全隐

患，相关单位应进行严格反思和积极整改，吸取教训，提出整

改措施，展开针对性的宣传教育，防止该类事故再次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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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 

第十九条 本预案经 2020年 7月 2日第 12次校长办公会

讨论通过，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

责解释。原《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防范预案》（山大校字[2008]29

号）同时失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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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 

 

实验室事故响应分级办法 

 

根据事故的性质、严重程度、可控性、影响范围等因素，

从重到轻依次分为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、重大事故（Ⅱ级）、

较大事故（Ⅲ级）和一般事故（Ⅳ级）。 

（一）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 

1.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或易爆化学品丢失或被盗；

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不可控的火灾事故、爆炸事故或泄漏事故，

对人员生命健康、社会环境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态； 

2.实验人员因接触实验动物后被确诊感染一类、二类病原

微生物有关的人畜共患传染病，发生患有或疑似患有人畜共患

传染病的动物丢失事件，其他与动物相关的特别重大实验室安

全事故。 

3.致 5人以上受伤害或有人员死亡的各类事故； 

4.事态非常复杂，对学校安全带来特别严重危害，已经或

可能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，

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协助才能应对的其他事

故。 

（二）重大事故（Ⅱ级） 

1.除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化学品以外的其

他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被盗，或扩大到所在校区其他单位，对人

员生命健康、社会环境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危险化学品泄漏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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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； 

2.实验人员因接触实验动物后被确诊感染三类病原微生物

有关的人畜共患传染病，在实验场所发生 1 例以上动物烈性传

染病，发生患有或疑似患有人畜共患动物烈性传染病的动物丢

失事故，其他与动物相关的重大实验室安全事故； 

3.致 3-5人受伤害的各类事故； 

4.事态复杂，对学校安全造成严重危害，已经或可能造成

重大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或生态环境破坏，可能波及校外，需

要校外应急救援力量协助才能应对的其他事故。 

（三）较大事故（Ⅲ级） 

1.扩大到所在校区其他单位，不会对周边环境和人员健康

造成影响的危险化学品泄漏； 

2.实验人员因接触实验动物后被确诊感染四类病原微生物

有关的人畜共患传染病，在实验场所发生一般动物传染病，发

生患有或疑似患有人畜共患一般动物传染病的动物丢失事件，

其他与动物相关的一般实验室安全事故。 

3.致 1-2人受伤害的各类事故。 

4.事态比较复杂，对校园安全造成一定危害，已经造成人

员伤害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、较大财产损失，或校园生态环境

受到一定程度破坏，需要整合校园应急救援力量进行处置的其

他事故。 

（四）一般事故（Ⅳ级） 

1.限于事发单位内、无扩大趋势，不会对周边环境和人员

健康造成影响的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；危险化学品引发的初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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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或小范围内可控的火灾事故； 

2.危险化学品引发的其他各类事故，但未造成人员伤害。 

3.事态比较简单，仅在较小范围内对学校的安全稳定造成

危害或威胁，已经或可能造成人员伤害、财产损失，校园生态

环境局部受到影响，但凭借学院的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可以处

置的其他事件或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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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 

 

危险源确定及分布 

 

（一）危险源确定 

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对我校危险源和安全隐患进行识别、

排查及分类分级，确定危险目标种类、分布、危险程度，绘制

明晰电子地图。 

（二）危险源分类 

1.化学品：分散在各教学、科研实验室、试剂库及废液暂

存柜内的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易制爆和易燃易爆强腐蚀化学品

及其产生的废液，具有毒害、腐蚀、爆炸、燃烧、助燃等性质，

对人体、设施和环境具有一定危害性； 

2.压力气瓶：氮气、氧气、氢气、甲烷、二氧化碳、氯气、

液氮、乙炔、氧化亚氮(笑气)和氦气等压力气瓶，具有在暴晒、

高温、撞击下发生泄漏继而爆炸等危险； 

3.仪器设备：高温、高压、高速设备、大型计算机集成平

台、精密仪器、贵重仪器，具有高负荷、短路、燃烧、爆炸等

危险； 

4.其他易燃品：实验室大量存放的包装品，如纸箱、泡沫、

塑料、橡胶和海绵等； 

5.生物材料：病原微生物（按危险程度由高到低分为：一

类、二类、三类、四类）、实验动物、转基因生物等，能使人

类或动物致病的微生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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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水电设备：线路老化、漏电保护器失灵、水管锈裂、具

有超负荷用电、放任水管自流等安全隐患； 

7.特种设备：电梯，行车等； 

8.辐射：X-射线、放射源等； 

9.高压线路，变压器等。 

（三）危险源的分布 

上述危险源主要集中在化学化工学院、分子科学研究所、

应用化学研究所、晶态材料研究所、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、精

细化学品工程研究中心、大型仪器中心、生命科学学院、环境

与资源学院、物理电子工程学院、光电研究所、激光光谱研究

所、生物技术所、黄土高原研究所、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、

应用生物学研究所、生物医学研究院、电力与建筑学院、大数

据产业研究院以及涉及上述危险源的单位。各单位应每年上报

实验室危险源变更情况。 


